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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就要到了，忙碌一学期的老
师们可以舒一口气了。各位老师将会
怎样安排自己的寒假生活呢？《中国教
育报》微信公众号给出的建议是：趁着
假期，好好休息。

（1月19日《中国教育报》公众号）

教师们马上要放寒假了，忙碌了
一个学期，迎来了可以歇一歇的寒假，
这是一件极其令人开心的事。但是，在
放假前，部分学校会给教师布置寒假
中需要完成的任务。如给出阅读书单，
要求在开学初上交读书心得，召开读
书讨论会；要求教师每日完成部分学
习类APP的在线学习任务……

寒假生活怎么过？这是每个老师

都思考过的问题。虽然每个老师寒假
计划不一样，但是，要用近一个月的时
间忙年、过年、与家人团聚、走亲访友、
参加年俗活动等，这是很多老师共同
的寒假生活样态。寒假也就一个多月
时间，除去过年，剩下的能够完全属于
自己的时间并不多。要问教师们寒假
里最想做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老师都
希望能好好休息。基于此，要不要给教
师们布置具体的寒假学习及工作任
务，还需学校领导认真思考。

以阅读为例，需要读什么书？这是
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教师自己想读
的书，学校不要求，教师自己也会读，而
且读的效果一定非常好。如果学校不考
虑教师的个性化需求，要求全校所有老

师按照给出的书单阅读，这样的要求非
常不切实际。即使教师们在开学初交了
读书笔记，参加了读书讨论会，但这都
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不可否认，学校要求教师们利用
寒假读书、学习、自我提升，出发点是
好的，但是，硬性的要求忽略了很多实
际情况，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
引发教师反感。如果学校不给教师们
布置具体的学习及工作任务，只在放
假前感谢教师们一学期的辛苦付出，
要求教师们在寒假里注意身体、注意
安全、好好休息、开开心心过大年，能
减少教师们不该有的假期负担，能让
教师们感受到学校的温暖，教师们会
非常开心。

教育减负也包括给教师减负。所
以，要舍得让教师休息，除了关爱、祝福
及必要的提醒，尽可能不打扰教师们的
假期。特别是在忙年及过年这段时间，
各种在线学习也应该停一停，以非必要
不要求为原则，让教师们好好休息。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寒假
里，教师们的第一需求是休息。好好休
息是假期存在的根本要义，至于是否
在寒假里多读了一两本书，是否提前
写好了教案，是否……这些并不重要。
再说，教师是素质较高的职业群体，当
休息得到了满足，他们自然而然地会
在自我提升及备课等事宜上投入精
力，自然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
下学期的工作中。 苏银成

“作妖”是东北话，如果某人闹
事、节外生枝、精力旺盛瞎折腾，就
会被人说成是“作妖”，这种比喻可
褒可贬。

其实，孩子“作妖”这种现象不
仅在家庭中时常会出现，在学校中
也不少见，特别是小学生，“作妖”
现象更是多发。表面上看，孩子“作
妖”是不听话，该做的事不做，却做
了不该做的事，很气人。但是，换个
角度想，孩子“作妖”也分好几种情
况，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例
如，有的孩子突发奇想有了新创
意，马上将新创意付诸行动，却忘
记自己该干什么了；有的孩子出于
逆反，通过“作妖”让老师或家长不

高兴，或通过“作妖”吸引大家对自
己的关注。所以，当发现孩子“作
妖”时，先别急着发火，看看孩子在

“作妖”时究竟干了啥，从“作妖”中
寻找教育契机。

如果孩子的“作妖”行为具有破
坏性，例如，有意损坏物品、搞乱环
境，要及时对这种行为进行批评，并
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要求孩
子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担责。如果孩
子的“作妖”很有创意，例如：书本上
的作业没做，却做出一件很有创意
的手工作品、设计了一张图文并茂
的手抄报、给某首诗歌谱了曲……
对于这样的“作妖”，首先要对孩子
的作品给予肯定，保护孩子的创造

积极性。然后跟孩子讲道理，让孩子
认识到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是
学生基本的职责，并针对孩子的创
意作品，与孩子一起制定下一步的
学习计划。

放寒假了，相当多的孩子有了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作
妖”发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由此引
发的亲子矛盾也会增多。所以，在放
假前，老师要与家长做好沟通，让家
长对孩子可能会发生的“作妖”行为
有心理准备，并认识到有些“作妖”
是孩子的探索行为，家长应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并在孩子“作妖”中抓
住教育契机。

吴维煊

1月19日下午，在宁波市十六
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全体人大代表票决产生了2024
年宁波市15项民生实事项目，其中
与教育系统相关的项目有3个：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青少年课余
成长服务、中小学学位重点扩容工
程。 （本报今日A03版）

总共15项民生实事项目，教育
占了3项，足见代表们对教育事业的
高度重视。其中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
爱尤其值得注意。这些年，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成了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鉴于此，将之纳入2024年
民生实事项目，实乃民心所向，民意
所在，好得很。

根据项目计划，今年宁波除了完
成1个市级、10个县级学生成长指导
中心建设提升改造，完成1家市级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10家区
（县、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辅导
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提升改造外，重点
还要完成800余名专职心理教师专
题培训和中小学其他教师普通培训
全覆盖。市教育局计划实施宁波市教
师心育能力提升项目，进一步扩大

“医教跟岗”实施范围，强化“导师制”
带教模式，通过两年分层分类培训，
提升所有教师心育能力。也就是说，
关爱学生心理健康，全体教师责无旁
贷。解铃还须系铃人，从新学期始，宁
波市所有中小学教师都要把关爱学
生心理健康作为民生实事来重视，主
动配合市政府、市教育局的专项工
作，积极参加培训，提升自己的心育
能力，贯彻实施“双减”政策，切实减轻
学生的学习压力，争做学生心理健康
的守护人。 李太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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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家住鄞州的李爸爸联
系到《现代金报》记者，气冲冲地说：

“气死我了！一个小时啊，卷子上一个
字没写，画了一桌子的‘植物大战僵尸
’！”孩子做作业磨洋工，是大部分家长

都碰到过的问题，还有些家长
发现，孩子一旦静悄悄，一
定是在“作妖”。

（1月19日《现代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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